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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litary trai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support	mechanism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military	training,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management	mode	
of	“three-in-one	education”	are	integrated	into	it,	and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l-round	educ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military	
training	are	explor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novate	and	form	military	training	support	mechanism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military	training	service,	management	and	suppor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three-in-one	education”	
perspective,	centering	on	the	practice	of	college	students’	military	training,	 to	build	a	whole-person,	whole-process	and	all-round	
college	military	training	model,	and	form	a	new	high	point	of	“three-in-one”	militar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which	is	concentric	and	
powerful,	orderly	training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	in	learning,	training,	practice	and	understanding.

Keywords
three full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ilitary training;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mode

三全育人视域下的高校学生军训综合育人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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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大学生军训工作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也是高校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开展高校军训保障机制研
究的过程中，将“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融入其中，探索高校大学生军训中的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创新形成高校大学生军事训练保障机制，对切实解决军训服务、管理、保障中出现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
点研究在“三全育人”视角下，围绕高校学生军训实践，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高校军训模式，形成同心同向有
力，作训管理有序，学训践悟有效的“三有”军训育人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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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生军训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是高

校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后备兵员储备的重要抓手。高校

学生军训旨在增强学生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加强学生

组织性、纪律性，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磨炼青年意志品质，培养学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

作风，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综

合素质。但近年来，在高校军训中因训练管理不到位造成的

学生受伤事件、军训教官与学生发生冲突、学生逃训退训、

对军训安排组织不满等问题时有发生，直接影响当前高校大

学生军事训练的有效开展。如何利用“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的“三全育人”理念，健全军训保障机制，从而引导高

校大学生积极参加军事训练，有效推进高校军训工作的全面

展开，成为我们深入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2 三全育人与高校学生军训综合育人的内在
联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全

员育人，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所有的教师都变成“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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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包括学校党委领导、共青团干部、辅导员、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专业课程教师以及行政教学辅助人员、后勤管

理人员，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能发挥育人功能。全过程育人，

即要求高校从大学生进入高校到毕业离校的整个过程，都要

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发展阶

段为依据，开展有针对性的育人工作，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

育的连续性。全方位育人，即要求高校从各个方面、各个领

域、各个层次着手，构建大思政格局，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

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育人格局。

这一模式与学生军训教育管理需求呈现高度一致。

首先，全员育人是高校学生军训的基础保障。学生军

训涉及学生的衣、食、住、行、学、训，需要学校调动各方

校内资源，甚至校外资源进行支撑保障，需要构建有组织、

有领导、有协调、有联动的工作人员体系和工作机制，才能

有效落实军训的各项育人要求。其次，全过程育人是高校学

生军训的重要路径，从训前动员到训中历练，再到训后评价

考核与总结提升，针对不同时期学生的不同问题、状态，对

学生军训全过程育人进行有侧重点的关注和有针对性的教

育，达到教育的连续性，提升教育的有效性。最后，全方位

育人是高校学生军训的根本目标，通过在军训中发挥课程育

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

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和组织育人，依托军训着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基于“三全育人”的高校学生军训综合育
人模式的设计与实践

近年来，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以“心有国防，技能

报国”为主线，探索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为主旋律，以实施“三全育人”教育

模式为驱动，探索将学生军训打造成为高职学生综合育人新

高地。

3.1 组织领导有方，同心同向有力，构建学生军训

全员育人新生态
全员育人是实现学生军训综合育人的重要保障。学校

党委把学生军训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教委对军训在校实施的改革要求，学校党

委抓机构、建机制、强组织、推落实。

建立完善的学生军训领导和工作机构。成立学生军训

团，学校党委书记、院长担任军训工作总负责，学院党政领

导、党委学工部、党委宣传部、教务处、团委、思想政治教

育教学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后勤管理处、基础教育部、

二级学院齐参与，担任团、营、连政委及指导员。同时，组

建军训团临时党（团）支部，共同承担学生军训思想政治工

作保障。

建立军训工作落实机制。通过军训工作启动会、中期

经验分享交流会、终期总结会、每日工作例会，以项目化管

理的方式推进军训团工作，有效打破部门壁垒，构建起课程

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互融互促”的育人生态圈，

为全方位落实军训综合育人提供重要保障。

全面凝聚军训工作合力。充分发挥校地共促、军校共

育、家校协同的育人共同体作用。提前走访区人武部及承训

部队，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关系。调研兄弟院校，吸取经验

教训。制定精准军训方案和应急预案，制作军训工作指导手

册。根据训练效果、学生状态、天气情况等，动态调整训练

强度。实施家校共育，高效高质完成训练目标。党委领导，

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家 - 校 - 军 - 社”同心同向，共同构

建起学生军训全员育人新生态。

3.2 作训管理有序，思政德育贯通，形成学生军训

全过程育人新闭环
全过程育人是提升学生军训综合育人的发展方向。学

院学生军训团通过规范参训流程、严肃训练纪律、严格监督

考核，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军训全过程，构建“训前、

训中、训后”全过程育人闭环。

训前，以爱国主义强动员。组织开展烈士纪念日主题

升旗仪式暨军训动员大会、“热血军营”主题班会、军训团

班长启动会，分别面向全体参训学员、班级学生个体、学生

骨干，分层分级进行参训动员，做好思想入训教育；联动学

工部、医务室、各二级学院，共同开展学生体检，进行体质

摸排，对学生军训减缓免进行“辅导员、校医、院系、学校”

四级审批，对存在身心问题的学生进一步进行家校共育跟

踪，做好身体入训准备。

训中，以严格纪律强作风。规范请假手续，强化病号

连管理，严肃军容军纪，严格手机管理。每日集中组织“讲

评会”，由军训团团长、政委面向全体受训学生进行训练讲

评和教育管理讲评，针对学生军训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亮

点和进步，渗透《服从命令听指挥》、《团结就是力量》、《听

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等多个思政微课堂。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不断强化学生的思想入训，教育管理平稳有序，

高质量确保军训工作有效开展。

训后，以综合表彰强效果。充分应用各项过程性记录，

育训双向考核，奖惩分明，重点围绕学生训练表现、训练成

效、病事假情况、军容军纪、军训育人活动参与度等五方面，

对学生军训进行精准评价，树立“军训标兵”、“内务标兵”、

“标兵宿舍”等优秀典型，表彰先进，带动全体，营造积极

向上的学风校风的同时，形成完整的军训全过程育人教育新

闭环。

3.3 文武双修有道，学训践悟有效，打造军训全方

位综合育人新高地
全方位育人是学生军训综合育人的重要内涵。学院依

托全员育人新生态，在军训内容上坚持“文武双修”，强化“学

训践悟”，不断深化七个维度军训育人品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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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爱我国防”课程育人走深走心。联合北京市“爱

我国防”全民国防教育宣讲团开展“追锋”红色故事会，邀

请国家一级战斗英雄、“雷锋班”班长、国防教育专家、国

防事业一线人员、军属等多层面人员为学生呈现能够触及心

灵、震撼人心的国防教育。

创新“文武双修”文化育人传承基因。持续开展“军旅杯”

红歌合唱比赛、“军旅画卷”板报评比活动，通过一曲一画，

将红色经典口口相传，将时代发展青春绘就。持续开展军训

阅读励志行动，践行“文武双修”，锻造军容军纪同时，建

设良好学风和书香校园。

坚持“助人铸魂”资助育人双向成就。为认真参训的

困难生提供军训服专项补贴，传递资助温度的同时，联合学

院关工委，面向参训学生开展“一衣一绿总关情”军训服装

捐赠活动，引导学生根植绿色理念，增强社会责任，积极向

更多有需要的人传递爱心。

实施“先锋旗帜”组织育人引领担当。组建军训团临

时党（团）支部、军训团班长群、宣传员队伍等，充分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团支部榜样带动作用，学生班长朋辈

教育作用，军训期间组织党员干部专项学习、团员干部专题

讲座、学生骨干工作例会，有效发挥以点带面作用，形成军

训工作推进的重要支撑。

推进“氛围营建”宣传育人教育带动。成立学生军训

团宣传分团，对训练区、住宿区进行整体氛围营造设计；通

过“两微一端”、“一报一刊”，图文影音像全方位宣传报

道学生军训动态，引发学生、家长、社会多方关注，持续带

动学生参训热度。

加强“健康疏导”心理育人教育互促。在军训期间开

展心理普查，畅通个体咨询服务，对军训中重点关注学生进

行心理疏导，形成有效帮扶。重点开展访谈和个体咨询，帮

助同学缓解军训压力和不适，解决突发问题矛盾，确保所有

学生顺利完成训练，成为一道温柔的教育缓冲保护带。

推进“理实一体”实践育人学有所成。依托北京红十

字会资源和校内红十字会社团优势，组织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依托区域消防站和校内安保资源，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演

习；依托北京高校国防教育协会，组织开展系列国防体育赛

事和国防素养大赛。通过实践教学，有效促进学生进一步熟

练掌握军事技能、应急救护技能、安全消防技能，深化国防

素养教育。

4 三全育人视域下的高校学生校内军训综合
育人模式反思

学生军训育人是一项庞大的综合性育人工程，除依靠

学校自身开展外，还要加强学校之间、军地之间的联系，拓

展全员育人的外延，丰富全过程育人的内涵，延伸全方位育

人的路径，通过共同协作，盘活国防教育“一盘棋”。

4.1 加强校内外军训育人主体协同
围绕学生军训过程中的全员育人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积极探索退役大学生士兵服务学生军训工作机制，将学校教

师、承训部队、家长、退役大学生士兵均纳入教育主体，并

针对不同育人主体梳理形成责任清单，建立联动的协同育人

机制。

4.2 加强“大思政”教育系统化融入
    以全过程育人为指引，全面压实学生思想教育，包

括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国防教育、

红色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等等，根据学生军训的不同阶段，实施“大思政”课程化

建设，使思想育人体系化融入学生军训全过程。

4.3 加强多维度教育路径
注重将思想引领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将个人成长与国

家发展相结合，将基础训练与应急技能相结合，以全方位育

人为指引，将军事技能训练与学生个人品格塑造、能力培养、

职业精神养成进行贯通，使学生军训成为学生综合育人的新

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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